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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ꎬ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ꎬ是清代杰

出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ꎬ继承并创新了儒家道德思想ꎮ 他维护儒家道统ꎬ坚守君

子之德ꎬ崇尚文章立德ꎬ认为“道至”才能“文至”ꎬ推崇“文以载道ꎬ以德为先”的文学价

值观ꎮ 透过姚鼐文学作品梳理其道德思想ꎬ研究其道德思想特征ꎬ既拓展了皖江历史文

化的研究领域ꎬ又丰富了中国古代道德思想理论ꎬ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有着直接的理论

价值和实践意义ꎮ
〔关键词〕姚鼐ꎻ道德思想ꎻ研究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散文流派ꎬ历时二百余年ꎬ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

人ꎬ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ꎮ 桐城派理论体系完整ꎬ创作特色鲜明ꎬ作品丰富ꎮ 他

们坚守儒家道统ꎬ推崇程朱理学ꎬ通过文学作品创作、书院讲学等形式传播道德

理念ꎬ进行道德实践ꎬ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道德思想ꎮ 姚鼐作为桐城派集大成

者ꎬ做人坚守“君子之德”ꎬ行文倡导“道与艺合”ꎬ坚持作文与做人统一ꎬ追求价

值人生ꎬ继承并创新了儒家道德思想ꎮ 透过姚鼐文学作品ꎬ梳理并研究其道德思

想ꎬ总结其道德思想特征ꎬ是对皖江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ꎬ是对我国德育思

想理论体系补充和完善ꎬ借此可以丰富我国古代道德思想ꎬ彰显中华传统美德的

历史特征和时代意义ꎬ对于加强我国公民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

论价值和实践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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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崇奉程朱理学ꎬ主张“文以载道”

赵建章在其«桐城派文学思想研究»提道:“清代是儒学道统在历史上最为

没落和惨淡的时代ꎬ而桐城派不幸就产生在这样一个道统没落的时代ꎮ” 〔１〕 这是

桐城派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ꎮ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ꎬ姚鼐作为“桐城三祖”之

一ꎬ尊奉孔孟ꎬ推崇程朱ꎬ强调义理和文章的统一ꎬ主张“文以载道”ꎬ要求自己及

门生坚定维护儒家道统ꎬ努力使传统古文更加有效地为封建统治服务ꎮ
对于儒家道统的尊奉ꎬ从姚鼐将“程朱”视为自己的“父师”ꎬ可见一斑ꎮ 他

说:
“儒者生程、朱之后ꎬ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ꎬ程、朱犹吾父、师也ꎮ 然

程、朱言或有失ꎬ吾岂必曲从之哉? 程、朱亦岂不欲后人为论而正之哉? 正

之可也ꎬ正之而诋毁之ꎬ讪笑之ꎬ是诋讪父、师也ꎮ 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
之行ꎬ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ꎬ安得不为天之所恶ꎮ 故毛大可、李刚主、程
绵庄、戴东原ꎬ率皆身灭嗣绝ꎬ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ꎮ” 〔２〕

姚鼐认为“程朱之学”可以“正之”ꎬ但不能“诋毁”或“讪笑”ꎬ否则就是“诋
讪父、师”ꎬ要遭天谴ꎮ 而姚鼐之所以如此尊崇“程朱”ꎬ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程朱

之学”最能继承“孔孟之统”ꎬ“程朱”生平行止ꎬ“无愧于圣门”ꎬ可为道德楷模ꎮ
他说:

“论继孔、孟之统ꎬ后世君子必归于程、朱者ꎬ非谓朝廷之功令不敢违

也ꎬ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ꎬ固无愧于圣门ꎬ而其论说所阐发ꎬ上当于圣人之

旨ꎬ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ꎬ为大且多ꎮ 使后贤果能笃信ꎬ遵而守之ꎬ为无病

也ꎮ” 〔３〕

姚鼐对“程朱之学”的维护ꎬ主要体现在对理学家所提倡的道德原则的坚持

上ꎬ他十分认同并推崇儒家所倡导的“道德仁义忠孝名节”ꎬ认为这是“人之所以

为人”的最可贵的地方ꎮ 他认为与国家存亡相比ꎬ道德操守可以贯穿天地而始

终不变ꎬ最能传之久远ꎮ 他说:“天地无终穷也ꎬ人生其间ꎬ视之犹须臾耳ꎮ 虽国

家存亡ꎬ终始数百年ꎬ其逾于须臾无几也ꎮ 而道德仁义忠孝名节ꎬ凡人所以为人

者ꎬ则贯天地而无终敝ꎬ故不得以彼暂夺此之常ꎮ” 〔４〕

姚鼐在«与管异之»中说道:“君子之道ꎬ同乎人而已ꎮ 同乎人者ꎬ人之所以

为人也ꎮ 非同乎流俗ꎬ合乎污世也ꎮ 故曰‘君子以同而异’ꎬ孟子曰‘君子所以异

於人者ꎬ以其存心也’ꎬ以仁以礼存心ꎬ达之於天下ꎬ是为同而已ꎮ 若以此字ꎬ颇
觉有义ꎬ贤见以为然否?” 〔５〕他认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ꎬ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以仁

以礼存心ꎬ达之於天下”的共同道德操守ꎮ
姚鼐不仅崇奉程朱理学ꎬ对儒家礼教更是身体力行ꎬ极力主张并推行“文以

载道”ꎮ 他认为文学的功能不能仅局限文字ꎬ要“明道义ꎬ维风俗ꎬ诏世者”ꎬ文人

要行君子之志ꎬ通过文学作品维护道统ꎬ要本着“前可以继古人ꎬ俯可以待后世”
的精神ꎬ去布道解惑ꎬ培养人才ꎬ要求门生积极关注社会民生ꎮ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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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之文ꎬ岂第文焉而已ꎮ 明道义ꎬ维风俗ꎬ以诏世者ꎬ君子之志ꎻ而

辞足以尽其志者ꎬ君子之文也ꎮ 达其词则道以明ꎬ昧于文则志以晦ꎮ 鼐之求

此数十年矣ꎬ瞻于目ꎬ诵于口ꎬ而书于手ꎬ较其离合而量济其轻重多寡ꎬ朝为

而夕复ꎬ捐嗜舍欲ꎬ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者ꎬ以为古人之志远矣ꎮ 苟吾得之ꎬ
若坐阶席而接其音貌ꎬ安得不乐而愿日与为徒也ꎮ” 〔６〕

姚鼐在«与师古儿»一文中阐述了读书的目的ꎬ他说:“盖人元不必断要举

人、进士ꎬ但圣贤道理不可不明ꎮ 读书以明理ꎬ则非如做时文ꎬ有口气枯索等题ꎬ
使天资鲁钝之人ꎬ无从着手ꎬ以致劳心生病ꎮ 且心既明理ꎬ则寡欲少嗔ꎬ贪清净空

明ꎬ则为知道之人ꎮ 其可尊可贵不远出于举人、进士之上乎?” 〔７〕 可见ꎬ姚鼐教导

弟子读书首先要明白“圣贤道理”ꎬ人悟道之后就能减少欲望和烦恼ꎬ达到空明

透彻的境地ꎬ就能提高自己的辨别评价能力ꎮ
而他在«述庵文钞序»中则明确提出:“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ꎬ固文之

贵也ꎻ寡闻而浅识者ꎬ固文之陋也” 〔８〕他认为学问渊博、知识扎实ꎬ而又善于议论

道德行为的文章是最难能可贵的ꎮ
乾隆三十三年ꎬ姚鼐赴任山东乡试副考官ꎬ在考试命题上ꎬ他曾明确表示:

“考稽川沟ꎬ讲求利病ꎬ几一得以佐当世之用ꎬ亦儒者事也” 〔９〕 这种“以佐当世之

用”的思想ꎬ就是要求考生行文要有道ꎬ文章要促进社会进步ꎬ不能仅埋首考据ꎮ
他在离开官场之后倾力于古文撰写和书院讲学ꎬ始终强调:“自圣有道ꎬ道存乎

文”ꎮ〔１０〕这些都是姚鼐基于对文可载道的肯定与认识ꎮ
姚鼐“文以载道”的“道”ꎬ实质是继承了孔、孟、韩、欧、程、朱以来的道统ꎬ其

散文中处处体现着儒家的礼仪之学、三纲五常和伦理道德ꎮ 姚鼐的“载道”理论

充分肯定了文学自身具有的独立品格和巨大价值ꎬ有效地宣传、促进了程朱理

学ꎬ对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地影响ꎮ 另外ꎬ他所说的“道”ꎬ并不仅限

于孔孟之道或程朱理学ꎬ亦指天下万物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ꎬ不是本文研究重

点ꎬ在此不作赘述ꎮ

二、注重为学之要ꎬ倡导“以德为先”

姚鼐自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至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ꎬ先后担任扬州梅花书

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江宁钟山书院的山长或主讲ꎬ直接从事教育近

四十年ꎬ在学习、传授古文知识的过程中ꎬ始终坚持“以德为先”“知行合一”ꎮ 作

为书院山长ꎬ姚鼐自己始终虚怀若谷ꎬ以德示人ꎮ 在善于听取别人的合理意见建

议的同时ꎬ他要求书院中的老师要为人师表ꎬ德行上要“敦行谊”ꎬ道艺上要“工
为文”ꎮ 规劝门生“言忠信ꎬ行笃敬ꎬ本也ꎻ博闻明辨ꎬ末也ꎮ” 〔１１〕 将修德笃行放在

重要的地位ꎮ 他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偏隅汉学考据ꎬ不明“事理”ꎬ为人言行不

一的现象ꎬ深感痛恨ꎬ他说:“士溺于俗久矣ꎬ读古人之书ꎬ闻古人之行事ꎬ意未尝

不是之ꎬ而及其躬行ꎬ顾惮不能效也” 〔１２〕因此ꎬ姚鼐在教授学生古文时ꎬ首先要求

他们要具备优良的德行操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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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姚鼐在«答鲁宾之书»中说道:“今足下为学之要ꎬ在于涵养而已ꎮ 声华荣

立之事ꎬ会不得奸乎其中ꎬ而宽以期乎岁月之久ꎬ其必有以异乎而达乎古也ꎮ” 〔１３〕

他认为ꎬ做学问的前提首先是要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人格ꎮ 因为“声华荣立

之事”ꎬ是不容藏奸的ꎮ 良好品德与人格修养将会内化于文章之中ꎬ必然会使自

己文章不同于一般人ꎬ并能“达乎古也”ꎮ
而他在另一篇文章«答翁学士书»中曾写道:“夫道有是非ꎬ而技有美恶ꎮ 诗

文皆技也ꎬ技之精者必近道ꎬ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ꎮ 文字者ꎬ犹人之言语也ꎬ有气

以充之ꎬ则观其文也ꎬ虽百世而后ꎬ如立其人而与言于此ꎮ 无气ꎬ则积字焉而

已ꎮ” 〔１４〕姚鼐这里所说的“气”ꎬ与«孟子»中“吾善养吾浩然之”的气意指相同ꎬ是
指的人的道德品格与修养ꎮ 而他在«与陈硕士»中也说道:“夫文章一事ꎬ而其所

以为美之道非一端ꎬ命意立格ꎬ行气遣辞ꎬ理充於中ꎬ声振於外ꎮ” 〔１５〕姚鼐认为ꎬ文
章好坏ꎬ首先要看作者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正确的价值观念ꎬ否则ꎬ写出

来的文章不过是文字的堆砌ꎮ 作者的道德情操充沛、价值观念鲜明ꎬ其文也必能

充分展现作者的人格魅力ꎬ文章读来ꎬ便如见其人ꎬ如闻其声ꎮ
姚鼐不仅认为写文章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操ꎬ同时认为“善为诗者”也必须要

先具备“道德之养”ꎮ 他在«荷塘诗集序»提到:“古之善为诗者ꎬ不自命为诗人者

也ꎮ 其胸中所蓄ꎬ高矣、广矣、远矣ꎬ而偶发之于诗ꎬ则诗与之为高广且远焉ꎬ故曰

善为诗也ꎮ” 〔１６〕可见ꎬ他认为诗是作者品质内涵的外化ꎬ诗之所以能“高、广、远”
是因为诗人的心胸“高、广、远”ꎮ 姚鼐以历史上众多著名的诗人为例ꎬ来说明诗

人的人格品德与写诗之间的关系:“曹子建、陶渊明、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苏
子瞻、黄鲁直之伦ꎬ忠义之气ꎬ高亮之节ꎬ道德之养ꎬ经济天下之才ꎬ舍而仅谓之一

诗人耳ꎬ此数君子岂所甘哉!” 〔１７〕在姚鼐看来ꎬ“忠义之气ꎬ高亮之节ꎬ道德之养ꎬ
经济天下之才”ꎬ〔１８〕 都是影响诗人创作的重要因素ꎬ没有崇高的道德修养ꎬ是写

不出好诗的ꎮ
姚鼐如此看重道德修养ꎬ一方面与他恪守儒教有关ꎻ另一方面ꎬ是因为他认

为“气”是文章的统帅ꎬ而作者的道德修养ꎬ正决定着作品的“气”之高下ꎮ 人品

与作品的关系历代文学批评家都很强调ꎬ虽然评价“高”和“下”的标准不太相

同ꎬ但强调这种关系ꎬ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ꎬ无疑是正确的ꎮ

三、讲究文章之美ꎬ追求“道与艺合”

道与艺、天与人的关系ꎬ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古老的话题ꎬ也是姚鼐一生中思

考时间最长的问题ꎮ 乾隆三十七年ꎬ他在«答翁学士书»中首次提出:“夫道有是

非ꎬ而技有美恶ꎮ 诗文皆技也ꎬ技之精者必近道ꎬ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ꎮ” 〔１９〕乾隆

五十五年ꎬ在«复钦君善书»中又指出:“夫文技耳ꎬ非道也ꎬ然古人籍以达道ꎮ 其

后文至而渐与道远ꎬ虽韩退之、欧阳永叔ꎬ不免病此ꎬ况以下者乎!” 〔２０〕

乾隆五十六年ꎬ姚鼐写«荷塘诗集序»ꎬ明确要求行文要“道与艺合”ꎮ 他说:
“夫诗之至善者ꎬ文与质备ꎬ道与艺合ꎬ心手之运ꎬ贯彻万物ꎬ而得乎人心之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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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ꎮ 若是者ꎬ千载中数人而已ꎮ” 〔２１〕

乾隆五十八年ꎬ姚鼐六十三岁时写«敦拙堂诗集序»ꎬ对“道与艺合”进行了

全面的阐述:“言而成节ꎬ合乎天地自然之节ꎬ则言贵矣ꎮ 其贵也ꎬ有全乎天者

焉ꎬ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ꎮ 今夫«六经»之文ꎬ圣贤述作之文也ꎮ 独至于«诗»ꎬ则
成于田野闺闼ꎬ无足称述之人ꎬ而语言微妙ꎬ后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ꎬ非天为之

乎? 然是言«诗»之一端也ꎮ 文王、周公之圣ꎬ大、小雅之贤ꎬ扬乎朝廷ꎬ达乎神

鬼ꎬ反复乎训诫ꎬ光昭乎政事ꎬ道德修明ꎬ而学术该备ꎬ非如列国风诗采于里巷者

可并论也ꎮ 夫文者ꎬ艺也ꎮ 道与艺合ꎬ天与人一ꎬ则为文之至ꎮ 世之文士ꎬ固不敢

于文王、周公比ꎬ然所求以几乎文之至者ꎬ则有道矣ꎮ 苟且率意ꎬ以觊天之或之ꎬ
无是理也ꎮ” 〔２２〕

通过姚鼐的几番论断ꎬ我们可以看出ꎬ首先他认为“道至”才能“文至”ꎬ文章

的水准与作者的修养高度一致ꎬ文章的最高境界ꎬ就是文质兼备ꎬ天人合一ꎬ融会

贯通ꎮ 要求行文者文道并重ꎬ不可偏废ꎬ不能仅关注文辞ꎬ追求好看ꎬ忽略自身道

德修养对文章的重要影响和作用ꎮ 其次ꎬ他在充分肯定“道”对“艺”的主导作用

的同时ꎬ又强调了“艺”对“道”的积极作用ꎬ突出了“艺”的相对独立性ꎮ
姚鼐在提出“道与艺合ꎬ天与人一” 〔２３〕后ꎬ融合汉学考据之要ꎬ进而将其发展

为“道、美、善”的统一观ꎮ 他说“技之精者必近道ꎬ故诗文美者命意必善ꎬ” 〔２４〕

“苟有得乎阴阳刚柔之精ꎬ皆可以为文章之美ꎮ” 〔２５〕这种追求“道、美、善”相统一

的观点ꎬ近乎现代社会提倡的“真、善、美”相统一的观点ꎮ 由于对“道、美、善”的
认识和追求ꎬ姚鼐除了重视人的品德修养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之外ꎬ还强调行文者

要言行一致ꎬ知行合一ꎮ
姚鼐曾明确强调不可“以言行分为二事”ꎮ 他在«稼门集序»说道:“天下所

谓文者ꎬ皆人之言ꎬ书之纸上者尔ꎮ 言何以有美恶ꎬ当乎理ꎬ切乎事者ꎬ言之美也

ꎬ徒为文而无当乎理与事者ꎬ是为不足观之文尔ꎮ 吾乡汪稼门尚书ꎬ其生平

不欲以言行分为二事ꎮ 上承天子之命ꎬ有抚安众庶之绩ꎻ下立身行己ꎬ有清慎之

修ꎮ 其所孜孜而为者ꎬ君子之事也ꎻ津津而言者ꎬ君子之言也ꎮ” 〔２６〕

他认为文章的好坏ꎬ应当以是否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为标准ꎬ要奉献国家ꎬ效
力桑梓ꎬ同时更要注重言行合一ꎬ所作所为ꎬ所言所行ꎬ都要符合君子的标准和要

求ꎮ

四、笃行君子之事ꎬ颂扬“君子之德”

姚鼐生性耿直ꎬ一生中做君子之事ꎬ行君子之礼ꎬ除了力求要把自己塑造成

不同于一般人的君子和大丈夫之外ꎬ他还希望人人都应该做尧、舜那样的圣人ꎮ
他借助于文学创作ꎬ极力发挥“以文载道”的功能ꎬ文章中以各种真实案例反复

解说儒家道德操守ꎬ不遗余力地褒奖和传扬君子之德ꎬ通过其文学作品为我们描

绘了不同类型的君子形象ꎮ
姚鼐自己在«复鲁挈非书»中说道:“接其人ꎬ知为君子矣ꎻ读其文ꎬ非君子不

—１７１—

作文与做人:姚鼐的道德文章思想探微



能也ꎮ”“盖虚怀乐取者ꎬ君子之心ꎻ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ꎬ亦鄙陋之志也ꎮ” 〔２７〕

“鄙陋”为作者自称的谦词ꎮ 这里明言ꎬ以君子为楷模ꎬ正是姚鼐之志ꎮ
当他得知好友陈伯思辞官回乡时ꎬ当即撰写«赠陈伯思序»:“昌平陈君伯

思ꎬ其行不羁ꎬ绝去矫饰ꎬ远荣利ꎬ安贫素ꎬ有君子之介ꎮ 余谓如古真德而可进乎

圣人之教者ꎬ伯思也ꎮ” 〔２８〕 姚鼐称颂陈伯思的“君子之介”ꎬ就是在于他不贪名

利ꎬ洁身自好ꎬ品行如一ꎮ 姚鼐以“如古真德而可进乎圣人之教者”评价他ꎬ也以

此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ꎮ
如他在«郭君墓志铭并序»中写道:“君少工为文ꎬ为吴江学生ꎬ而陆中丞耀

之弟子也ꎬ中丞最称贤之ꎮ 君居家授徒ꎬ仅以供养父母而已ꎬ其室时至匮乏ꎬ而不

以为憾ꎮ 中丞贵ꎬ亦绝不往干ꎬ第与书往来论学ꎮ” 〔２９〕 文末称赞郭元灏“笃为学ꎬ
文可称ꎮ 守有介ꎬ行中绳ꎬ进而与之君子朋ꎮ” 〔３０〕

而他在«明赠太常卿山东左布政使张公祠碑文并序»中亦写道:“明崇祯十

一年冬ꎬ大清兵自青山口入裴甸ꎬ所过夷剃ꎬ蔑能防阻ꎮ 君子所贵ꎬ为善而

已ꎮ 二公所以死不同ꎬ而同为忠ꎮ 士有遭值行义不必同二公ꎬ而庶几于二公者ꎬ
其道亦必有在焉矣ꎮ” 〔３１〕这里姚鼎强调“君子所贵ꎬ为善而已”ꎬ所谓“善”ꎬ在这

儿就是指张、左二公“皆死于忠荩”ꎬ以献出自己的生命ꎬ以君子死节ꎬ表示“忠”
于国家ꎬ被其誉为“危以躯殉ꎬ道则无亏ꎮ” 〔３２〕 他认为这是儒家道德的“善”之最

高境界ꎮ
姚鼐的笔下描述了他尊崇的多种类型的君子形象ꎬ而他本人更是坚守君子

人格ꎬ践行君子行为ꎬ受到了普遍认同ꎮ «清史稿姚鼐传»对他的评价为:“鼐
清约寡欲ꎬ人极和蔼ꎬ无贵贱皆与尽欢ꎬ而义所不可ꎬ则确乎不易其所守ꎮ 世言学

品兼备ꎬ推鼐无异词ꎮ” 〔３３〕

五、坚守儒家道统ꎬ褒扬“为官之德”

姚鼐胸怀治国理政的远大抱负ꎬ入仕之后ꎬ先后在翰林院、兵部、礼部、刑部、
四库全书馆任职ꎬ面对封建吏治的腐败、官员的无能、统治者的严刑峻法等方面

表现出了强烈地不满ꎬ他主张“仁政”ꎬ维护正义ꎬ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生理

想ꎬ主事中坚持正义ꎬ耿介正直ꎬ独立卓行ꎬ勇于与当时的陈腐官场进行抗争ꎬ表
现出“众人皆浊我独清”的高尚品格ꎮ 其弟子吴德旋«姚姬传先生墓表»中记载:
“先生外和内介ꎬ义所不可ꎬ确然不易其所守ꎮ 官刑部时ꎬ广东巡抚某拟一重辟

案ꎬ不实ꎬ堂官与同列无异议ꎬ先生核其情ꎬ独争执平反之ꎮ” 〔３４〕 姚鼐不顾自己职

卑位贱ꎬ为公平正义竟不惜跟自己的顶头上司与同僚产生“异议”ꎬ“独争执平反

之”ꎮ 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姚鼐品格的耿介正直ꎮ
姚鼐在官场上除了行“君子之义”外ꎬ还通过撰写大量文章来颂扬正直官

员ꎬ批评贪官、昏官和庸官ꎬ向世人表达鲜明的做人做事原则ꎮ 姚鼐文章中颂扬

的正直官员主要具备以下特点:“一是敢于对人民负责ꎬ具有甚至为此而不惜自

我牺牲的精神ꎻ二是为官尽职尽责ꎬ有务实求真的精神ꎬ有洞察真伪的睿智ꎬ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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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办事的能力ꎻ三是能从客观实际和大局出发ꎬ趋利避害ꎬ悉心为民造福ꎻ四是为

使“奸蠹屏除”ꎬ要敢于跟坏人坏事作斗争ꎬ不怕得罪权势贵族ꎻ五是为人清正廉

洁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ꎮ” 〔３５〕

如姚鼐通过文章不遗余力地颂扬清正廉洁的“好官”ꎮ 他在文中高度赞扬

担任安徽省提督学政的朱竹君“不为势趋ꎬ不为利眯ꎮ” 〔３６〕 担任陕西道监察御史

的任大椿“然君固有特操ꎬ非义弗敢为ꎬ故自少至老ꎬ终于贫篓ꎮ” 〔３７〕 担任云南巡

抚的谭尚忠“在奏疆为大吏ꎬ室中澹如寒士ꎬ遇属员甚有礼ꎬ蔼然亲也犹不能少

人之以财利ꎮ 天下论吏清廉者ꎬ必举谭么为首ꎮ 然公遇事奋发ꎬ则执谊不可回ꎬ
其为安徽巡抚ꎬ以杵和坤故ꎬ降为福建按察使故公虽和平屏洁ꎬ而非煦煦曲

谨者也ꎮ” 〔３８〕

他在为陈三辰写的«墓志铭并序»中ꎬ详细描写了陈三辰在担任亳州知州期

间ꎬ应对大饥荒时为民尽责的务实精神ꎮ 当时灾荒发生后ꎬ“上官”命令他在“亳
州设两粥厂以赈”ꎮ 而陈认为“一州两厂ꎬ何足赡饥者?”ꎬ没有完全按照上官的

指令ꎬ从当时灾情实际情况出发ꎬ自主增加了救济数量ꎮ “人谓如此ꎬ终必以亏

库银获罪矣ꎮ”而陈的回答却是:“活民而得罪ꎬ吾所甘也!” 〔３９〕 姚鼐大力颂扬官

员为民献身的精神ꎬ目的就是提倡为官之德ꎬ示范他人ꎮ
姚鼐不仅通过文章积极称赞正面君子形象ꎬ同时也勇于揭露、批判封建官场

的黑暗ꎮ 如他在«博山知县武君墓表»文中ꎬ运用对比的手法ꎬ以武君敢于同和

坤爪牙作斗争的正义之举ꎬ淋漓尽致地凸显了和坤横行不法的贪官之弊ꎮ 当时

朝廷明文规定“番役例不当出京城”ꎬ而和坤公然派番役至山东“于民间凌虐为

暴”ꎬ武县令得知后依法“擒而杖”ꎬ而和坤竟然“还其奏使易ꎬ于是以妄杖平民幼

革武君职”ꎬ在给皇帝的奏章上颠倒黑白ꎬ妄加罪名ꎬ致使武县令受到了被革职

的处分ꎮ 但是武君斗争意义在于有“固及天下”之功ꎬ迫使和坤“遂亦不使番役

再出”ꎮ〔４０〕

姚鼎在«淮南盐运通判张君墓志铭并序»中ꎬ也是通过对比的手法ꎬ颂扬为

官之德ꎬ揭示官场之弊ꎮ 当时江苏东台盐田的实情是ꎬ盐田已经历“百年ꎬ田价

增八九倍ꎬ而田数易主矣”ꎬ“且灶户贫ꎬ不能买田”ꎬ而他的上司竟然要他以原价

“夺田与灶户”ꎮ 其结果导致“必奸民诱使为名ꎬ而阴据之ꎮ 是平民失业而奸民

利也”ꎮ 尽管张君已经将东台的实际情况和可能因错误的决策而产生的严重后

果向上级分析得清楚明白ꎬ但是“上官”依然不听ꎮ 于是ꎬ张君说了句“厉民为媚

可乎?” 〔４１〕即辞官而去ꎮ 文章通过正反人物对比、衬托ꎬ深刻揭露了贪官“上司”
的丑恶嘴脸ꎬ彰显了好官“张君”高尚的人品与官德ꎮ

总之ꎬ姚鼐在传播古文知识的同时ꎬ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儒家的道德

思想贯穿于教学始终ꎬ明确“作文”先要“做人”ꎬ“道至”才能“文至”ꎬ推崇“文以

载道”ꎬ坚持道德实践ꎬ实现了自己人生价值ꎬ成为显赫于文坛的一派宗师ꎮ 而

桐城派正是因为姚鼐大力推行“文以载道ꎬ以德为先”的文学价值观ꎬ使“桐城派

至姚鼐ꎬ文章风气始遍及全国ꎬ形成所谓‘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ꎮ” 〔４２〕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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